
本报深圳5月15日电 记者姜天骄

报道：与首届文博会相比，第十五届文博会
参展面积从 43130 平方米扩展至 10.5 万
平方米，展商数量从 700 多家增至 2312
家，分会场数量从 1个增至 66个，参观、参
展、采购国家和地区从10多个增至103个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文博会
正推动深圳这座城市从“文化沙漠”变身

“设计之都”“创意之都”“阅读之城”。
今年是深圳建市 40 周年，“深圳文化

在不断传承与扬弃中日趋繁荣。”深圳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李小甘表示，如今深圳已逐
步形成自己的城市文化精神，培育出自己
的文化品牌，深圳人也有了文化归属感。

数据显示，从举办首届文博会至今，

15 年来，深圳文化创意产业保持了年均
20%的增长速度，成为我国文化输出的重
要基地和主要口岸。2018年，深圳文化创
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2621.77 亿元，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0%。

深圳还是国内第一个获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认定的“设计之都”，约有 1.2 万家设
计机构和20万专业设计人员，设计产业年
产值达 230 亿元，带动工业产值数千亿
元。2018年，深圳城市文化菜单收录标志
性品牌文化活动 32 项，形成了“月月有主
题、全年都精彩”的文化生活新局面。

数据显示，文博会举办的 15 年间，深
圳共涌现出66个各具文化特色的分会场，
80%以上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涵盖

文化创意产业各重点领域和“文化+”新领
域，借文博会活跃的市场交易平台和强劲
辐射效应，发布新技术、新产品、新项目，分
会场已占文博会交易总额“半壁江山”。

“6年前，2013文化创客园从一片旧工
业园区破壳而出，如今为横岗文化企业、文
化创客提供了优质孵化平台。”深圳横岗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人大工委主任李泗桥表
示，该园区连续多次成为文博会分会场，目
前入驻企业 120 家，入驻率达 98%，其中
80%以上为文化企业，形成了“互联网+文
化旅游”“数字创意”两大产业链。

深圳还创新地以聚集区形式打造分会
场。经过多年培育，深圳工艺美术集聚区、
深圳珠宝集聚区、华侨城文化旅游集聚区、

招商蛇口文创集聚区汇聚了大量文化优势
资源，迸发出“1+1>2”的聚变力量。

深圳“文化+”新业态不断涌现。南山
区“文化＋科技”，培育出腾讯、华强方特、
迅雷等一批文化科技融合型企业；福田区

“文化+设计”，汇聚了建艺装饰、文科园林
等一批建筑、景观、服装、广告设计行业领
军企业；龙岗区“文化+影视动漫”，吸引了
华侨城等国内文创产业龙头企业落户。

深圳优质文化成果不断走向世界。华
强方特实现了自主品牌文化主题公园向海
外输出，《熊出没》等动漫出口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雅昌、中华商务等荣获印刷界最
高奖“班尼”金奖100多座，“深圳品牌”“深
圳设计”成为国际文化市场一支劲旅。

从“文化沙漠”变身设计之都、创意之都、阅读之城——

深圳的文化味儿越来越浓

5 月 16 日，备受期待的第十五届文博
会在深圳开幕。作为发轫于深圳的“中国
文化企业 30 强”之一，华侨城集团今年通
过“1个主展区+6大分会场”模式，让更多
人走近“身边的文博会”。

位于文博会 1 号馆的华侨城展区，集
中展示了华侨城在“文旅融合”“粤港澳大
湾区”“科技创新”等国家战略指引下取得
的成果；深圳欢乐谷、世界之窗、华侨城甘
坑新镇、欢乐海岸、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
化村以及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等文博会六大
分会场更以“文化+”为主基调，串联起 40
多场精彩生动的文化活动，把最新文化演
出精品、文化创意产品、文旅融合成果呈现
给来自全球的参展商和广大民众。

文化注入多元业态

文博会自 2004 年创办以来，展会规
模、观众数量、国际化程度、交易成果连年
攀升，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最具实效和影响力的展会。

欢乐谷集团通过与热门电竞游戏、动
漫 IP 跨界合作，实现与更多年轻人沟通。
本届文博会，深圳欢乐谷分会场举办了“第
五人格”欢乐嘉年华、次元动漫狂欢秀、动
漫展会等活动，搭载“实景秀+沉浸式+魔
术”的三大全新文化演艺也同步重磅推出。

深圳世界之窗特邀来自乌克兰、俄罗
斯、格鲁吉亚、南非、肯尼亚等多国的舞蹈
艺术家，奉上了精彩的本土风情表演，让游
客近距离领略多民族文化魅力。

欢乐海岸一直关注中国古老技艺。从
5月 17日至 26日，深圳还将举办“2019华
侨城欢乐海岸文化月”活动，通过艺术展
览、公共艺术表演、奇妙市集等系列活动，
展现“最当代、最中国”的艺文趋势。

位于深圳龙岗的甘坑客家小镇，是华
侨城文化集团实施“文化+旅游+城镇化”
战略代表项目。华侨城甘坑新镇还将启动
为期 1 个月的“小凉帽文化节”，围绕中国
非物质文化超级 IP 动画——“小凉帽”动

画及系列作品首发，原创八大 IP、八大文
旅品牌将集中亮相，并启动规模亚洲第一、
全球第三的第三届小凉帽国际绘本奖。

作为中国文化主题公园的鼻祖，在锦
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开园 30 周年之
际，新时代经典大秀《东方霓裳》震撼上
演。此外，《大美青海·圣洁高原》特色民族
表演、十大少数民族风情主题馆和特色产
品展，让四方游客体验原生态的少数民族
风情和最具匠心的非遗技艺。

OCT—LOFT 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则
依托明天音乐节、公共艺术展、创意市集等
一系列优质品牌活动，让各类文创力量交
融碰撞，为公众提供走近文化艺术的机会。

打造大湾区“优质生活圈”

进入新时代，华侨城集团提出了“文

化+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近年来，华
侨城集团在文化产业的多个领域不断加大
投资。其中，2018年华侨城在文化产业相
关业务总投入占整体投入的六成以上，文
化产业综合收入也占到整个集团收入一半
以上。同时，集团将特有的“文化+”、体验
发展模式融入特色文旅小镇、美丽乡村和
全域旅游建设，打造了一批具有示范作用
的“文化+”项目，不断扩大产业综合布局。

目前，华侨城集团已经在粤港澳大湾
区开拓文旅综合项目近 30 个，推动了广
州、深圳、中山、江门、珠海、惠州、佛山、茂
名、湛江、东莞、汕头等十余座城市的文旅
项目布局。

在大湾区中轴线上，华侨城集团结合
自身优势，以“酒店+”、都市娱乐综合
体、特色小镇等业态为主要发展方向，在
深圳前海全力打造欢乐港湾、深圳国际会

展中心、滨海廊桥、海上田园、瑞吉酒
店、艾美酒店等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示范
性项目。同时，华侨城践行深圳“东进战
略”，以文化旅游为主导，高度融入城区
建设，实施“国内首个大型综合性国家生
态旅游示范区”东部华侨城、大鹏半岛全
域旅游长廊、龙田文旅小镇等一系列文化
综合旅游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导
入“文化+”相关产业，为当地经济转型
升级注入新动能。

30多年来，华侨城集团从深圳湾这片
以创新为灵魂的热土起步，凭着“敢为人
先、敢创敢想”精神，在文化产业创造了诸
多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华侨城集团逐
步打造了涵盖文化旅游、文化节庆、文化演
艺、文化科技、文化产业园区等业务板块的
文化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文化跨界优势，实
现了文化产业与多种业态的良性融合。

华侨城：“文化+”聚人气兴产业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本报深圳5月15日电 记者杨阳腾

报道：为方便文博会展商办理进出境通
关业务，深圳海关推出了专员驻场主展
馆、扫码指引等一揽子便利服务措施。

据了解，在本届文博会筹备期间，
深圳海关根据以往文化类产品通关特点
和监管经验，提前制定了文博会通关监
管工作方案，并主动对接主办方，详细
宣讲海关支持服务展览品暂时进出境业
务的政策法规，了解掌握境外展商参展
情况，引导企业规范申报。

为鼓励深圳文化产品“走出去”和

“引进来”，深圳海关还在主展馆及深圳
各口岸设文博会专用服务窗口，精选综
合素质及外语水平高的关员优先办理文
博会展览品进出境手续，提供“5+2”
预约式个性化通关服务，实现 7天 24小
时预约通关，为文博会专门打造高效便
捷的“绿色通道”。

此外，针对国外展商不熟悉海关暂
时进出境业务流程的情况，深圳海关还
专门派员到主展馆提供驻场服务，专设
文博会咨询台，并提供流动咨询服务，
全天候接受咨询。

深圳海关打造通关“绿色通道”
本报深圳5月15日电 记者郑杨报

道：以“原力设计·数创湾区”为主题的
第十五届文博会182创意设计产业园分会
场于 5 月 14 日开幕。在本届文博会期
间，182创意设计产业园分会场将举行一
系列文化创意活动，其中光影艺术空间展
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投影技术，组织
展示 3Dmapping、裸眼 3D、全息纱幕三
大作品，营造奇幻动感的交互体验。软装
艺术展将带来富有创意、时尚、艺术感的
装饰品、工艺品、家具、花艺，充分展现
深圳品牌设计的魅力。

此外，182 创意设计产业园分会场还
将以“舞动的汉字”为主题推出一项文化传
承活动，让小朋友在趣味互动中走入汉字
文化，感受汉字的神奇魅力，并举行原创数
字IP发布会，推动传统文化和数码科技融
合发展。在 182 FUN 创意市集上，还将
推出个性鲜明的创意产品，将艺术、设计、
文化、商业等多种元素融合，推出创意小课
堂、手绘秀等多种互动体验。

据悉，在分会场开幕当日，182创意
设计产业园共有 3 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
另有多家企业与客户达成了合作意向。

182 创意设计产业园分会场开幕

作为文博会“重头

戏”之一，为期 50 天的

第十五届文博会艺术节于

5月10日提前开演。来自

16 个 一 流 艺 术 团 体 的

1100 多位艺术家将为各

方嘉宾和鹏城观众献上

16 台 28 场精彩的中外舞

台艺术展演。

初夏盛放的艺术节以

浓郁的传统风情、别出心

裁的创意、坚定的文化自

信，展示新时代中国舞台

艺术的新成就，为文博会

营造了一个璀璨的艺术

世界。

引进来、走出去是我

国艺术得以繁荣进步的不

竭动力。本届艺术节更体

现出非凡的实力，一大批

精彩纷呈的节目争相上

演。不仅有大名鼎鼎的指

挥家和钢琴家克里斯托

夫·艾森巴赫现场演奏，

而且广州歌舞剧院的民族

舞剧 《醒·狮》、浙江京

剧团的 《王者俄狄》、内

蒙古齐·宝力高的《野马

马头琴乐团音乐会》等中

国风舞台剧也将登场，让

观众真正感受到戏剧的无穷魅力，并展示我国舞台

艺术家的新成就。

尤其亮眼的是，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带来了其首

部海洋文化题材作品——《平潭映象》。该剧立足

福建民间艺术，用最具视觉冲击力的造型艺术，展

示了八闽风情、台海情愫。

众所周知，杨丽萍长期扎根云南创作舞蹈及舞

台剧作品。本次作品首度尝试走向海洋，走向平

潭，展现与台湾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八闽文

化，表现了艺术家的澎湃激情与文化感悟。

《平潭映象》 以舞蹈为主，穿插了鼓乐、闽

腔、地方古乐、舞龙舞狮等具有福建地域特色的民

俗元素，结合高科技舞台表现手法，带来震撼人心

的视听体验。在欣赏过程中，观众被艺术家渐渐带

入平潭那个东南岛屿，品味闽地文化，进而思绪飘

至紧邻的祖国宝岛台湾。

平潭是福建最靠近台湾的一个岛县，目前区域

开发方兴未艾、朝气蓬勃。杨丽萍此次艺术创作旨

在打造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台海文化巨著”，极

具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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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5月15日电 记者张建军报道：作
为一张亮丽名片，文博会推动着深圳光明区文化创
意产业快速发展，涌现出了华强创意园、华侨城光
明小镇、钟表产业集聚基地、内衣产业集聚基地、
红木小镇特色文化街区、自行车文化产业园等一大
批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和优秀企业。

据介绍，光明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其中
光明区时间谷 （钟表产业集聚基地） 是深圳市首批
六大传统产业集聚基地之一，集聚了飞亚达、依波
表等100多家钟表上下游企业，并成为第十五届文
博会分会场；光明内衣产业集聚基地则成为集技术
研发、规模生产、产品展销、物流配送、专业人才
培训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形成了以行业龙头
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光明红木文化小镇则是拥有
岭南传统文化、名贵珍稀树种和休闲娱乐设施等元
素的特色旅游小镇，每逢节假日吸引了大批深圳市
民前来参观游览、购物消费。

深圳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是在光明区
自行车文化产业园成长起来的明星企业，也是国内
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厂家之一，年产整车能力超过
1000万辆，拥有占地12万平方米的自行车训练基
地。“我们的训练场去年获评为‘广东省山地自行
车训练基地’。今年文博会我们将举办山地车越野
赛，并开展相关文化交流活动。”该公司董事长谭
伟龙介绍。

值得关注的是，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光明
区税务局主动送服务上门，为企业发展特色文化、
推动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谭伟龙表示，
2017年喜德盛享受出口退税5000多万元，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500多万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
减免1000多万元，为企业发展增添了动力。

深圳光明区：

文化创意成产业推手
图① 第十五届文博会欢乐谷分会场。

图② 第十五届文博会锦绣中华分会场非遗艺人在制作脸谱面具。

图③ 第十五届文博会锦绣中华分会场新东方霓裳表演。 李小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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